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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慧水务标准规范体系构建5.3.4 深圳市智慧水务建设总体框架分析5.3.5
深圳市智慧水务建设战略思路探索5.4 南京市5.4.1 南京市智慧水务发展状况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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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企业布局智慧水务5.5.4 济宁市发展的问题及对策5.6 天津市5.6.1 天津市智慧水务建设思路5.6.2
天津市智慧水务发展特点5.6.3 天津市智慧水厂建设项目5.6.4 天津市智慧水务建设目标5.6.5
天津市智慧水务投资规划5.6.6 天津市企业发展布局分析5.7 大连市5.7.1 大连市智慧水务建设目标5.7.2
大连市智慧水务建设模式5.7.3 大连市智慧水务总体框架5.7.4 大连市智慧水务建设内容 第六章
2021-2024年智慧水务细分行业分析6.1 智能水表行业分析6.1.1 智能水表行业发展概况6.1.2
智能水表行业供给情况6.1.3 智能水表产业需求分析6.1.4 智能水表行业产销率6.1.5
智能水表市场价格分析6.1.6 智能水表市场规模分析6.1.7 智能水表行业竞争格局6.1.8
智能水表行业发展前景6.2 二次供水行业分析6.2.1 二次供水的基本介绍6.2.2 二次供水行业发展特性6.2.3
二次供水市场格局分析6.2.4 二次供水设备市场规模6.2.5 二次供水设备供需情况6.2.6
二次供水设备市场行情6.2.7 二次供水市场投资壁垒6.2.8 二次供水市场发展趋势6.3
污水资源化处理行业分析6.3.1 污水资源化的基本内涵6.3.2 污水资源化的发展历程6.3.3
污水排放及处理规模6.3.4 污水资源化的项目动态6.3.5 污水资源化的应用技术6.3.6
污水资源化的投资建议6.3.7 污水资源化的相关规划6.4 智慧节水行业分析6.4.1 智慧节水基本内涵6.4.2
智慧节水管理平台6.4.3 智慧节水技术规范6.4.4 水联网技术应用探索6.4.5 智慧灌区建设分析6.4.6
地区智慧节水建设6.5 智慧防汛行业分析6.5.1 智慧防汛基本作用6.5.2 智慧防汛先进技术6.5.3
智慧防汛需求背景6.5.4 智慧防汛建设进展6.5.5 海绵城市建设应用6.5.5.1 海绵城市基本内涵6.5.5.2
海绵城市分类和实践6.5.5.3 海绵城市的应用效果6.5.5.4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6.5.5.5 海绵城市建设重点6.5.6
智慧防汛应用案例 第七章 智慧水务应用的先进技术分析7.1 先进技术总体应用分析7.2
物联网技术应用分析7.2.1 物联网技术的内涵7.2.2 物联网典型技术应用7.2.3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价值7.2.4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层次7.3 云计算技术分析7.3.1 云计算典型技术应用7.3.2 水务管理云平台基本内涵7.3.3
水务管理云平台推广效益7.3.4 水务管理云平台系统结构7.4 大数据分析技术7.4.1
水务大数据的主要分类7.4.2 水务大数据的分析技术7.4.3 大数据在水务业务的应用7.4.4
水务行业大数据应用综况7.4.5 水务行业大数据应用案例7.4.6 水务企业大数据运营困境7.4.7
水务企业大数据实施路径7.4.8 水务行业大数据应用方向7.4.9 水务行业大数据应用前景7.5
人工智能技术7.5.1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阶段7.5.2 人工智能供水的应用综况7.5.3
人工智能供水的应用场景7.5.4 人工智能供水的应用困境7.5.5 人工智能供水的应用前景7.6
数字孪生技术7.6.1 数字孪生技术基本介绍7.6.2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背景7.6.3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路径7.6.4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案例7.6.5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前景7.7 BIM技术7.7.1 BIM技术基本内涵7.7.2
BIM技术应用价值7.7.3 BIM技术应用领域7.7.4 BIM技术应用案例7.8 其他应用技术分析7.8.1
5G通信技术7.8.2 移动互联技术7.8.3 SOA技术分析7.8.4 信息安全技术7.8.5 实时动态监测技术7.8.6
GIS地理信息技术7.8.7 3D打印技术7.8.8 VR技术 第八章 智慧水务系统平台架构及建设分析8.1
智慧水务信息化建设内容8.1.1 智慧生产8.1.2 智慧管理8.1.3 智慧服务8.1.4 综合系统8.2
智慧水务系统的总体架构8.2.1 总体架构图8.2.2 感知层分析8.2.3 网络层分析8.2.4 数据层分析8.2.5
业务应用层8.3 智慧水务系统发展分析8.3.1 智慧水务系统基本概述8.3.2 智慧水务系统发展综况8.3.3
智慧水务系统发展趋势8.4 智慧水务管理系统分析8.4.1 系统整体结构8.4.2 系统主要组成8.4.3
系统研究重点8.5 智慧水务供应链管理系统分析8.5.1 系统应用价值8.5.2 系统应用需求8.5.3
系统设计原则8.5.4 系统主要内容8.6 智慧水务系统平台的应用和建设8.6.1 系统平台内容总线8.6.2



系统平台软件构成8.6.3 数据中心内容建设8.6.4 企业及公共信息平台8.7 智慧水务系统应用于城市供水8.7.1
系统技术原理8.7.2 主要应用价值8.7.3 具体应用领域8.7.3.1 智慧水表8.7.3.2 智能用水监测8.7.3.3
智能水质监测8.7.3.4 智能供水调度8.8 智慧排水系统设计与应用8.8.1 总体框架设计8.8.2 具体建设方案8.8.3
系统功能与应用8.8.4 系统应用前景 第九章 2020-2024年智慧水务行业重点企业分析9.1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9.1.1 企业发展概况9.1.2 公司主要业务9.1.3 企业合作动态9.1.4
经营效益分析9.1.5 业务经营分析9.1.6 财务状况分析9.1.6.1 盈利能力9.1.6.2 偿债能力9.1.6.3 运营能力9.1.7
核心竞争力分析9.1.8 公司发展战略9.1.9 未来前景展望9.2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2.1
企业发展概况9.2.2 主要业务领域9.2.3 核心技术分析9.2.4 项目合作动态9.2.5 经营效益分析9.2.6
业务经营分析9.2.7 财务状况分析9.2.7.1 盈利能力9.2.7.2 偿债能力9.2.7.3 运营能力9.2.8 核心竞争力分析9.2.9
公司发展战略9.2.10 未来前景展望9.3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3.1 企业发展概况9.3.2
主要业务模式9.3.3 经营效益分析9.3.4 业务经营分析9.3.5 财务状况分析9.3.5.1 盈利能力9.3.5.2
偿债能力9.3.5.3 运营能力9.3.6 核心竞争力分析9.3.7 公司发展战略9.3.8 未来前景展望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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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效益分析9.4.5 业务经营分析9.4.6 财务状况分析9.4.6.1 盈利能力9.4.6.2 偿债能力9.4.6.3 运营能力9.4.7
核心竞争力分析9.4.8 公司发展战略9.4.9 未来前景展望9.5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5.1 企业发展概况9.5.2
主要业务模式9.5.3 经营效益分析9.5.4 业务经营分析9.5.5 财务状况分析9.5.5.1 盈利能力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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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6.1 企业发展概况9.6.2 公司主要业务9.6.3 智慧水务产品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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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能力9.6.7.3 运营能力9.6.8 核心竞争力分析9.6.9 未来前景展望9.7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9.7.1
企业发展概况9.7.2 主要业务模式9.7.3 智慧水务布局9.7.4 经营效益分析9.7.5 业务经营分析9.7.6
财务状况分析9.7.6.1 盈利能力9.7.6.2 偿债能力9.7.6.3 运营能力9.7.7 核心竞争力分析9.7.8 公司发展战略9.7.9
未来前景展望9.8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8.1 企业发展概况9.8.2 主要业务模式9.8.3 项目投资动态9.8.4
经营效益分析9.8.5 业务经营分析9.8.6 财务状况分析9.8.6.1 盈利能力9.8.6.2 偿债能力9.8.6.3 运营能力9.8.7
核心竞争力分析9.8.8 公司发展战略9.8.9 未来前景展望9.9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9.9.1 企业发展概况9.9.2
主要业务分析9.9.3 业务开展情况9.9.4 经营效益分析9.9.5 业务经营分析9.9.6 财务状况分析9.9.6.1
盈利能力9.9.6.2 偿债能力9.9.6.3 运营能力9.9.7 核心竞争力分析9.9.8 公司发展战略9.9.9 未来前景展望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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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水务行业项目建设分析10.1 智慧水务千万级别招投标项目分析10.1.1 招标项目规模10.1.2
主要项目汇总10.1.3 招标项目分布10.2 地区智慧水务典型项目分析10.2.1 华东地区典型项目分析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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